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刚 
通讯员 王亚静  尹新源  报道）又
是一年丰收季，田园风光瓜果香。
6 月 1 日，2024 年“乡村好时节·乐
动生活”主题年活动之滨州市“夏
季黄河大集”暨滨城区“田园风光 
果香辛庄”采摘季在杨柳雪镇启
动。此次采摘季将特色果蔬、鱼
菜产品、地域美食、非遗文创、休
闲娱乐等融入美丽田园风光，给
游客带来新鲜、有趣的采摘体验，
吸引游客“下乡”，助力农产品“进
城”。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
文化和旅游局、滨城区主办，滨城
区委宣传部、滨城区文化和旅游
局、杨柳雪镇承办，旨在深入推进

“黄河大集”，办好“乡村好时节·
乐动生活”主题年活动，深化“在
滨州、知滨州、爱滨州、建滨州”主
题实践活动，提升乡村旅游品牌
的内涵度、贡献度，展现滨州乡村
振兴发展成果。

此次夏季黄河大集暨采摘季
活动中，既有尽显匠心的布老虎、
老布鞋等非遗技艺，又有鲜香甜
蜜的甜瓜、无 花 果 等 特 色 果 蔬 。
本次活动，既是一次农文旅融合
的乡村旅游盛会，也是推进乡村
特 色 产 业 发 展 的 精 彩 展 示 。 其
间 ，游 客 逛 大 集 、品 美 食、忙采
摘、看演出、赏美景，尽享味觉、视
觉、文化与休闲交融的饕餮盛宴。

近年来，滨城区大力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因地制宜、突出特
色，依托田园风光、乡土文化等资
源禀赋，积极发展“农文旅”多元
融合特色产业，精心打造特色旅
游线路，谋划推出文旅惠民举措，
积极培育农文旅精品项目，加快
构建农旅文融合全域旅游发展格
局，先后入选首批省级文化和旅
游消费试点区、省级文旅康养融
合发展试点区。

其中，杨柳雪镇坚持以党建
赋能产业发展，积极探索培育“一

村一品”果蔬品牌，依托中裕、国
盛等龙头企业，抓好农产品“全
链”建设，持续扩大全国“一村一
品”示范村——西辛庄村旅游休
闲观光采摘文旅品牌影响力，打
造多个共同富裕现代化杨柳雪基
本单元，助力乡村振兴，推动经济
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尤其以沿
徒骇河流域果蔬采摘为基础，该
镇持续发挥西辛庄、街南孙等特
色产业村示范作用，发展黄瓜、草
莓、西红柿、富硒葡萄、甜宝甜瓜
等特色果蔬产业，进一步丰富种
植品类、提升产业档次，健全特色
农产品育苗、种植、销售链条，全
力打造集育苗种植、直销采购、观
光旅游于一体的有机果蔬采摘品
牌。

西辛庄村作为杨柳雪镇乡村
振兴整体发展战略布局中的沿徒
骇河流域绿色产业核心村，已有
近 30 年果蔬大棚种植历史，现有
高标准蔬菜大棚、冬暖式大棚、低
温拱棚 356 个，占地 1200 余亩，种
植黄瓜、西红柿、葡萄、甜瓜、西瓜
等，其中黄瓜年产量超 700 万公
斤，占全区总产量的 90%。一个
黄瓜大棚年产黄瓜 4.5 万公斤，市
场均价 1.2 元每斤，刨除换膜、肥
料等生产成本 2 万元，一个大棚每
年纯收入可达 9 万元左右。目前，
全村 80% 以上的农户都有 2 到 3
个大棚，户均年收入可达到 22 万
元以上。

下一步，滨城区将以此次夏
季 黄 河 大 集 暨 采 摘 季 活 动 为 契
机，进一步整合资源、突出特色，
打造亮点、叫响品牌，扎实做好

“农业+文旅”和“土特产”大文章，
持续探索更多具有滨城特色的乡
村产业发展模式，努力把乡村资
源、生态、文化优势转化为发展胜
势，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助
力乡村振兴，为品质滨州建设作
出更大贡献。

吸引游客“下乡”   助农产品“进城”
2024年滨州市“夏季黄河大集”暨滨城区“田园风光 果香辛庄”采摘季启动

各色农产品集中亮相。

现场文艺活动精彩纷呈。 2024年滨州市“夏季黄河大集”暨滨城区“田园风光 果香辛庄”采摘季启动。

前来参加活动的游客络绎不绝前来参加活动的游客络绎不绝。。
游客欢乐采摘游客欢乐采摘。。

全力做好游客服务保障工作全力做好游客服务保障工作。。

滨 州 日 报/滨 州 网 讯（记 者 
张子强 报道）当前，我市即将进入
夏收、夏种、夏管“三夏”大忙时期，
全市农业农村部门正全力以赴抓
好夏收、夏种、夏管各工作环节，确
保高质量完成“三夏”农业生产各
项任务。

今年全市小麦播种
面积507.65万亩，预计
产量可达236万吨

“今年的收成差不了！”在滨城
区杨柳雪镇吕家村的麦地里，村民
吕大爷一手抓着刚收割的小麦查
看成色，一边跟农机手吕国辉笑呵
呵地说道。随后，吕大爷驾驶农用
三轮车将小麦拉回家中晾晒。

去冬今春，全市小麦田管措施
落实到位，为夏粮和全年粮食丰产
丰收打下了坚实基础。5 月 21 日，
我市小麦开镰收割，从邹平市青阳
镇南部山区零星地块开始，预计再
有 10 天左右的时间全市将进行大
面积收获，集中收获期在一周左
右，预计 6 月中下旬全市麦田收获
完毕。

目前，全市小麦整体长势良
好。据农情统计，今年全市小麦播
种面积507.65万亩，预计产量可达
236 万 吨 ；玉 米 预 计 播 种 面 积
497.38 万亩，其中春玉米 7.38 万
亩，夏玉米490万亩，预计6月底完
成大面积播种。

1.28 万台小麦收割
机、655台植保无人机，
加上外地到我市跨区作
业机械约1300台，保障
“三夏”农业机械化生产

吕大爷家的麦田刚收割完，地
头上便围满了前来邀约农机手的

村民。吕国辉一一记下，并保证尽
快到位。“这几天已经开始收割了，
前期已经对农机进行了充分的保
养，确保机械到位、粮食归仓。”吕
国辉说，为保证不耽误农事，他提
前对合作社的小麦联合收割机进
行了全面细致的保养，为顺利完成
小麦收割打好基础。

据了解，为确保夏粮丰产丰
收、秋粮适时播种、夏管有序进行，
市、县两级农机化主管部门积极准
备，提前谋划，截至目前，全市 60
家农机合作社技术人员组成 21 个
农机维修服务队，出动人员 156 人
次，服务群众 2690 余人，检修机具
10186台套。

滨州市农机服务中心主任赵
国红介绍，我市现有小麦收割机
1.28 万台、植保无人机 655 台，外
地到我市跨区作业机械约 1300

台，确保完成“三夏”农业机械化生
产。

此外，我市目前拥有粮食烘干
机械 161 台，可正常运转的粮食烘
干机有 133 台，其中循环式烘干机
39 台（套）、连续式烘干机 93 台

（套），年实际烘干量51.8万吨。全
市烘干能力达 25% 以上（全省为
16.14%），完全能够保障夏粮颗粒
归仓。

全市成立农机应急
作业服务队47个，确保
做好防灾减灾和夏种夏
管工作

“从播种开始，我们就严抓各
项措施落实。应该说，今年的小麦
质量有了明显提高，田间管理措施

到位，病虫害危害较轻，全市小麦
长势良好，丰收在望。”滨州市农业
技术推广中心正高级农艺师宋元
瑞表示，为做好颗粒归仓，还需要
密切关注气预报，预防烂场雨和干
热风的危害，并做到机收减损，尽
量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三夏”生产期间，全市农业农
村部门将与气象等部门加强协商
联动，及时发布灾害天气预警信
息，科学制定应对措施，及时派出
技术人员指导农民开展防灾减灾
工作，督促农业保险机构及时理
赔，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目
前，全市成立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
47 个，可调度作业机手 492 人，储
备大型拖拉机及轴流泵等应急作
业机械 1000 余台，确保做好应急
防汛抗旱工作。

在确保小麦丰产丰收、应收尽

收的基础上，还要保证秋播作物适
时播种、一播全苗。宋元瑞建议，
玉米播种要“采用耐密高产稳产广
适的品种，适当增加密度，做好适
墒播种，有条件的可以使用滴灌。
没有水浇条件的，建议大家积极的
开拓水源，争取适墒播种，一播全
苗”。

为做好夏管工作，全市各级农

业农村部门也将加强工作督导和
技术指导，深入田间地头，指导抓
好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田管技
术措施落实，为秋收打好基础。同
时，将抓好关键技术推广示范，提
高粮食产量；统筹兼顾，抓好农资
的调度和供应，加大执法力度，净
化农资市场，确保“三夏”生产所
需，维护好农民权益。

全力以赴战“三夏”   描绘丰收新图景
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通过组建技术团队、协调农机设备、成立应急服务队等举措，确保高质量

完成“三夏”农业生产各项任务

小麦机械化收割。

丰收在望。

颗粒归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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